
国外医 学
·

放射医学核 医学分册 9 9 3 1年第7 1卷第 1期2 多

的毛发都剃去
。

剂录测量用 l m m和 s m m组织等效结

构的热释光片各 3张
,

照射时放置 于 照 射 野的中

心
,

用 H ar s
鲡 w 2 00 o D测读器测读热释光片

。

照射

用的射线有
6 O

Co\’ 射线
、

2 5。玩v X 射 线
、

S M
。 v 光子

流及 10 M e
V电子束等

,

照射剂量范围 为 2
。

9一 1 4
.

0

G了
。

照射后 5 一 7 天用镊子拔 出新生长的毛发
,

两

端固定在载玻片
_

匕 用 10 倍的放大图像放大并投射

到数字台
,

测量毛发的直径
,

每区测量毛发 7一 1 2 。

根
。

照射后照射区毛发直径缩小程度与照射剂量相

关
,

由于个体之间和不同部位之 间的毛发直径有差

异
,

故每根毛发采用 了自身对照
,

以毛发断端直径

为对照
,

与肉眼观察的毛发直径最小处进行比较
。

从不同种类射线获得的数据归一化并拟合成 回归直

线
,

其斜率为 ( 2
.

3 4 ;百士 0
。

4 2 % ) G y 一 ` ( p < 0
.

0 0 2 )
,

在 2
.

9一 14
.

0 G y剂量范围内
,

人毛发受每 I G了照射
,

其直径缩小约 2
.

4 %
.

结果表明
,

人毛发的辐射敏感性比小鼠或荷兰

猪为低
,

尽管毛发直径缩小与辐射剂 量 (3 一 1 4 G户

之间有剂量
一

效应相关
,

但 目前的数据还 不 能有效

地说明这种关系的性质
,

尤其在低剂量范围内
,

作

为生物学剂量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确立
,

在 3 一 1 4

G丁齐J量范围内
,

有可能用于超剂 量 照 射事故位置

的剂量测定
,

特别是非均匀性的照射
。

〔何庆加 孙世镇摘 曾 骏 赵 惠扬审 〕

00 4 外源性三磷酸腺普对 (P 翁 eM v ) /日
。
快 中 子照

射弓l起 B AL B /
。
鼠正常组 织 损 伤 的 保护作用〔英〕 /

S : e ;。 f e l d D … / / S t : a h l e o t五
e r o n k o l

。 一
1 9 9 2

, 」6 8
。 -

1 7 4一 1 7 8

外源性三磷酸腺普 ( A T )P 在辐射防护剂中占有

重要地位
,

利用中子 治疗仪 P ( 66 M
e

V )/ eB 产生的快

中子束研究经受致死剂量 照射 ( 6 G对后
,

外源性A
-

T P对 B A L B c/ 鼠的辐射防护作用
。

观察 指标包括
:

存活率及肇丸内己糖激酶
、

乳酸脱氢酶和酸性磷酸

酶的活力
。

采用 6 一 8 周
,

体重为 2 3士 3 克的雄性 B A L B /
。
鼠

,

分为单纯照射组和照射前 20 分钟 腹 膜下注射

A T P ( 7 O 0m 毯
/ k g ) 的防护组

。

照射后不 同时相
,

脱

椎处死小鼠
,

迅速取攀丸
,

称 重
,

在含。
.

6 6m 。 。
l/

L E o T A的生理盐水 中 以 1 : 1。 ( w /动冰浴下匀浆
,

1 2 0 00 9 4
“

C离心 20 分钟
,

取上清液测酶活力
,

L 。 -

w l’y 法测蛋白含量
。

结果表明
:

对照组 6 G了照后 30 天 ( 30 只 )的存活

率为40 %
, A T P防护组 ( 20 只 )则为 8 5写

,

存活修饰

因子 SM F = 2
.

1 3
。

单纯照射 组 动 物 第一天开始死

亡
,

第 10 天存活 率为叨%
,

第 1选天为 60 %
,

第 30 天

为 4 0 % ; 而防护组在第 1 4天 时只有一只死亡
,

第 10

天时存活率为 8 5 %
,

且一直持续到第 30 天
。

表明在

全身照射前给予外源性 A T P可 以起显著的辐射防护

作用
。

三种酶的活力测定表明
:

照射后 2
,

3
,

6
,

」。和 1 5小时单纯 照射组和 A T P防护组 己糖激酶的活

性都显著低于正常值 ( P < 0
.

01 )
,

但除照射后 15 小

时的观察点外
,

A T P辐射防护组的酶活性要稍高于

单纯照射组 ( P < 0
.

05 )
。

观察照射后 3 小时乳酸

脱氢酶的活性表明
:

单纯照射组低 于 空 白 对照
,

A T P防护组高于对照
,

防护组与对照组的酶活性有

显著性差异 ( P < o
。

0 1 ) ;
于照射后 i

,
2 0

,
4 0和

6 0小时观察酸性磷酸酶的活性表明
:

照射组和防护

组的酶活性均高于正常空 自对照组
,

但 A T P防护组

酶活性升高不 是很大 ( P < 0
.

0 5 )
。

总之
,

外源性A T P是有效的辐射防护剂
,

有必

要在辐射及防护有关的生理代谢及组织损伤方面做

进一步研究
。

( 段 红摘 牛惠生校 )

0 05 辐照后 A T细胞中最初染色体损伤较高的机理

研 究 〔英〕 / P
a n d i t a T K … / / R a

d j a 七 R e s一 1 9 9 2
,

1 3 0

( 1 )
。 一

9 4 ~ 1 0 3

为确定电离辐射条件下
,

共济失调性毛细血管

扩张症 ( A T )细胞的放射高敏感性
,

对 A T病人淋巴

母细胞和 正常淋巴母细胞的不同细胞系受 照后最初

D N A损伤
、

最初染色体损伤和最后细胞存活率间的

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
。

G M
一

1 5 2 6 B
、

G M
一

1 5 2 5 C和 G M
一

0 7 1 7 A是 E B V转

化的 A T病人淋巴母细胞株
,

3 5 9 OP 和 3 5 1 3 P是 E B V

转化的正常人淋巴母细胞株
。

细胞同步化后
,

分离

G
: ,

S和 G
Z

期细胞
,

用
’ 二, 7

CsY 射线照射
。

分别用生

长曲线法和 微孔稀释法测定细 胞 存 活 率
。

细胞中

D N A双链断裂 ( D S B )水平用中性洗脱方法测定
。

按

文献所述方法分析早熟染色体凝聚 ( P C C )
。

存活率结果表明
: 入 T细胞系对射线 敏 感

,

以

G
:
期受照后存活率降低最大

,

其次是 G :
期

,

S期下

降最低
,

这种差别在 A T细胞株更明显
,

特 别 是在

高刘量点
。

辐照后
,

A T细胞早 期 染色体损伤比正

常细胞高两倍
。

无论是指数生长 期 的 细 胞
,

还是

G
, ,

S和 G
。
期细胞

,

不同细胞系的最初 D N A损伤表

现类似的剂量
一

效应曲线
。

可见
,

最初 D N A D s B水

平的差别不能解释 A T和正常淋 母细胞中观察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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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活率的显著差别
。

尽管 AT 和正常细胞有类 似 的N DA DS B最初水

平
,

但发现 A T细胞染色体损伤 的最初水平 比正 {常细

胞高得多
。

说明 G 、 ,

G
Z

期的 A T细胞中
,

D N A D S B

转变成染色体损伤的比率比正常细胞高
。

关于 D N A D s B向染色体损伤的转化有两个不一

致的假说
: 1

.

认为染色质结构是 D N A D s B向染色体

损伤转化的决定因素 ; 2
.

认为在 D N A某一 区段上
,

D N A D BS 形成染色体断裂比另一区段 具 更 大 的机

率
,

A T细胞中含有更多这样的区段
。

A T细 胞放射

敏感性的机制与 A T细胞中染色体修复缺陷有关
,

特

别是与快速修复的缺陷有关
。

( 吕玉 民摘 穆传杰校 )

00 6 x射线离体照射人淋巴细胞微核产额的剂鱼率

和分次荆最效应的研究〔英刀 v r a
1 .A

, ·

// 知 t J R 。 -

d ia t B io l一 1 9 9 2
,

6 1 ( 6 )一 7 7 7一 7 8 4

肝素杭凝的 4 名健康供体外周全血
,

经 2 5 0 k V

X 射线照射后
,

在含有 10 % C 0 2

的湿润气体环境中

3 7
O

C培养
,

并在植物血凝素 ( 5件好 nI l) 刺激下培养至

4 2小时时
,

加入细胞松弛素B 〔朴 g /。约阻断分 裂
。

7 0小时时收集细胞
,

制甲醇
一

冰醋 酸滴 片
,

oR m a -

m o w s
k万

一

G至
e m s a

染色
。

每份培养记数 1 0 0 0个双核细胞

中的微核数
。

在剂量率实验中
,

X 射线照射剂量范

围 1 一 4 G 下
,

低剂量 I G了和 Z G了照射时
,

剂量率在 40

G对五和。
.

2 G对五之间 ; 高剂量 3 G乎和 4 G了照射时
,

剂

量率在 4 o G 了/ h和 。
。

4 G了越之间
,

最长 照射持续 1 0小

时
。

在分次剂量实验中
,

一次性连续照射 4 G了或两

次分别照射 Z G y 时
,

时间间隔从30 秒至 10 小时
,

分

次照射的剂量率为 40 G : h/
.

剂量率效应研究的结果表明
,

高剂量 3 G了和 4 G了

照射
,

剂量率低于 1
.

6 G y渔时
,

微核产率显著降低
。

剂量率为 o
.

ZG y / h时
,

照射Z G y ,

只有两 个 供体微

核产额下降
,

而剂量率为 I G y / h时
,

未见剂量率效

应
。

微核产额的剂量效应关系曲线对比表明
,

低剂

量率 ( 0
.

4 G y /的与高剂量率 ( 40 G对的照射
,

两者都

适合二次线性方程 Y 二 C + a D 十 日D
’ ,

每个供体在低

剂量率时曲线比较平缓
。

S七ud
e耐` 。

配对 t 检 验得 出

剂量超过 Z G了时
,

微核产额有明显差异
。

在分割剂量效应研究中
, 4 名供体外周血一次

性 4 G了照射或 2 干 ZG 了分次照射
,

时间 间 隔范围从

3。秒至 1。小时
。

结果表明
,

两次 照 射 的间隔时间
△ `与微核产额适合指数函数关系

,

随着间隔时间的

增长
,

微核产额持续减少
:

即初期快速降低后
,

进

而 出现轻度减低
。

作者认为低 L E T 照射
,

剂量率和分次剂量对微

核产率有重要影响
,

微核数量的变化取决于亚致死

损伤的修复
。

( 唐卫生 刘旭平摘 穆传杰校 )

00 7 用体外胞质分裂阻滞的微 核实验 评 价 K U
-

2 28 5
,

R p
一

170 和 e饭 “ id a加 !。 在 低辐射剂搔下的放射

敏感效应〔英 〕/ S h王b
a m o t o

y … / / I o t J R a d j a t B io 主一

1 9 9 2
,

6 1 ( 4 )
。 一

4 7 3 ~ 4 7 8

胞质分裂阻滞的微核实验 ( M N )在低 剂 量下 比

克隆实验 ( C ol on y ) 更灵敏
,

所以用 M N 实 验 来评

价两个有希望的新增敏剂 K U
一

2 2 8 5 ( 1
、

(2
` ,

2
` 一

二

氟丙酞氨基 乙醇 )
一

2
一

硝基咪吐 ) 和 R P
一

1了。 ( 1
一

(二

经甲基二甲醚蒸 )
一

2
一

硝基咪哇 ) 在低剂量照射 ( 1

一 3 G了 ) 下的放射增敏效应
。

M N实验是将约 4 0 0 x 10
’
个 E M T 6小鼠乳腺细胞

悬浮在 o
.

25 m l含已知浓度增敏剂的 M E M培养液中
,

分别在下列三种情况下处理 40 分钟
: ( 1 )空气 ( 95 %

空气 + 5 % C O : ) ; ( 另 )乏 氧 ( 9 5 % N : + 5 % C O
Z ) ;

( 3 )先乏氧处理后
,

在空 气 中 照 射
。

离心除去药

后
,

把细胞分二份培养在 20
o m 另
的培 养皿中

,

然后

用 1 ~ 3 G y的 X 射线照射
,

同时将细胞松 驰素 B溶

解在二甲基亚矾中
,

并以 2雌 /。 1加到培养皿甲
。

42

小时后
,

先用 1 %戊二醛磷酸缓 冲 液 固 定
,

并用

5二川 / L H CI 处理 20 分钟
,

再用 S比滋
` :
试剂在暗处染

色 1 小时
,

然后用 0
。

5 % K
Z S Z

O
:

/ o
.

o s m o l
·

L
一 ’ H C I

冲洗
,

最后用放大 1 0 0。倍且有反差 设 备 的显微镜

测定双核细胞 (B N )C 和 有 微 核 的 B N C的比例及在

B N C中微核的总数
。

每单个 B N C中微核 的平均数即

M N的机率
。

结果
:

在空气下
,

三种化合物在 s m o ol / L时均

无增敏作用
。

在乏氧条件下
,

三种 化 合 物 浓度为

s m m ol / L时的增敏率 ( S E R ) 分别 为
:

K U
一

2 2 8 5为

3
.

8 ; R P
一

1 7 0为 3
.

2 ; 。 t a n id a z o le
为 2

.

3而氧增长率是

2
.

9
.

当细胞先在乏氧条件下处理
,

后 在 空气中照

射时
,

在 s m o ol / L条件下
,

K U
一

2 2 8 5和 R P
一

1 70 有一

定的增敏作用
,

而
e t a o id

a z o le
无增敏作用

。

在 i m m o l

/ L和 s o m ol / L条件下
,

K U
一

2 2 8 5和 R P
一

1 70 在低剂量

照射时的 S E R值大于在 15 一 30 G y照射时 的 Col on y实

验所得的 S E R值
,

而眺
a成 d

a oz 玩在高
、

低 剂 量 照射

时的 S E R值相近
。

三种化合物在室温 乏氧条件下降

低细胞的非蛋白琉基的顺序是
;

K U
一

2 2 8 5 > R P
一

17 。


